
1998年 8月，魏华伟以河南省高考文科状
元身份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2002年 5月起，
在河南省储备粮调剂公司工作 3年。2005年 8
月他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诉讼专业，获诉讼法
学硕士学位，先后担任过法学院法研 2005级 2
班党支部书记、法研2005级党支部书记。

今年 3月，看到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在
全国范围内选聘高校毕业生前往农村任职的计
划，魏华伟想申请报名。那时他还是清华大学
法学院的应届硕士毕业生，背负着父母等亲人
对他出人头地的殷切希望，要真的放弃在北京
工作的机会回到农村，这是否是最佳的选择呢？

魏华伟说，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清华大
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李树勤多次找他谈话，鼓励

他无论从个人还是社会发展角度，都应该选择
比较辛苦、人才也相对缺少的地区，回到最需
要知法、懂法、守法，最需用法律维护农民权
益的地方去工作。而且愈是艰苦的地方愈需
要人才，愈能锻炼人，愈能给有志者以广阔的
事业天地。

通过与李老师以及其他各位老师的深入谈
心和自己的反复思考，他终于下定了做一名大
学生村官的决心。在 4月 1日的到村任职高校
毕业生代表座谈会上，他说：“知识分子不应该
只关注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真正需要关注
的是作为个体对于群众、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他还立下保证：会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守
得住清贫、管得住小节，不浮躁、不急功近利。

魏华伟说，人生的道路选择需要经过漫长
的理性思考，需要克服众多外在的利欲诱惑，直
面自己的内心，去询问到底什么样的选择会让
自己有最大的成就感、幸福感。在清华，他有机
会接触到研究生社会实践、就业实践、短期挂
职、科技服务与志愿者服务等多种实践形式，认
识到必须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专业学习相结
合、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与择业和就业相结合。
他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真实
的中国，亲身体验和了解国情、民情。

事实上，魏华伟申请当村官时有两个选择，一
个是西藏某农村，另一个就是文楼村。而到文楼村
是魏华伟向中组部主动要求的。这样的选择让他
的同班同学都感到惊讶，也有好友劝他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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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责任

10月13日傍晚，在河南驻马店上蔡县芦岗
乡文楼村。

村委会小楼门前，村中两个篮球架旁边的
空地上，铺晒着一层金黄的玉米粒。太阳西下，
该收场了，一位中年汉子奋力扬起木锨，玉米粒
在空中分散开来，一颗一颗，映衬着丝丝泛黄的
阳光，饱满的粮食像发光的金子落在他的脚
下。对面的村委小院里，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主任刘月梅站在台阶下，看着正在施工的“文化

大院”平房，若有所思。
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内，新来的党支部副

书记，这个不同凡响的年轻人——魏华伟，正背
着身站在一个办公桌前，仔细查看一叠大学生
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他手头的工作是，统计
村中考上大学的2008级新生的名字，往卫生厅
报，为他们争取奖金，本科生一人奖励1000元，
大专800元，中专500元。

魏华伟的月工资是 600多元，吃住在村委

会一楼的单间里，每天骑着自行车买菜，自己用
煤气灶做饭。这样的时光，他要度过 3年。半
个月前，他来文楼村当村官时，正赶上秋收。

刘月梅得知村里来了个“大学问”的村
官，是在魏华伟赴任的前两天，芦岗乡政府
通知说“文楼分来一个硕士，还是清华大学
毕业的”。当时她一听就感到非常惊讶，

“人家这么有学问的人咋会愿意来我们文楼
村当村官？”

郑州晚报：来文楼村当村官半个月了，
现在感觉如何？

魏华伟：我觉得很自然、很平常。
郑州晚报：我有几个同学毕业后也到

老家当了村官。可他们毕竟是本科毕业。
你是清华大学硕士，来到文楼村，是不是前
后生活的落差很大？

魏华伟：目前应该是吧。硕士毕业时
我们班30多个同学，只有我自己选择了当
村官。其实清华大学也和其他大学一样，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在我毕业的时候，学
校有着很浓厚的氛围，鼓励大家到基层去。

郑州晚报：当时应该还有别的选择吧？
魏华伟：嗯，可以留在北京。但也可以

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我选择了后者。
郑州晚报：这种选择是突然的吗？
魏华伟：不是。上学的时候我就是班

里的党支部书记，平时看书啥的都接触过
新农村建设的知识，有意往这方面发展。
而且我受老师的影响比较大，老师对我说：

“人的选择要是为了钱，当钱不是问题的时
候，他会后悔一辈子”。

郑州晚报：什么原因让你最终选择了
文楼村？

魏华伟：可能跟我的性格也有关。我
是比较听话的人，老师的话我听。另外一
旦我决定了的事儿，干啥就是啥，绝不会再
犹豫。既然我来到这里，这肯定就是我人
生的一种缘分。

郑州晚报：当初家里人没提出反对意
见吗？你女朋友呢？

魏华伟：父母还是比较支持我的，没怎
么反对。我只有一个哥哥，在郑州工作，他
也理解我的选择。女朋友？还没有。上学
时觉得工作确定了再说，一切顺其自然。

郑州晚报：来这里工作，还适应吗？
魏华伟：我本身就是农村人，在外地求

学这么多年也常回家看看，这里的环境对
我来说并不陌生。

郑州晚报：现在工作情况怎样？
魏华伟：刚开始着手，没有任何成绩。

现在在向村干部们学习，他们的很多工作
方法很管用。

郑州晚报：你个人的作用在哪里呢？
上学时学的专业有用吗？

魏华伟：专业是法律，可以运用于新农
村的法制建设。坦白地说，现在我只是一
个书呆子，仅能从理论上提供一些帮助
吧。我不想说任何高调的话，只想踏踏实
实干好应做的每一件事。

郑州晚报：那你的梦想呢？要改变这
个村庄吗？

魏华伟：每个人来到农村当村官，想必
都有这个梦想，我也不否认。但从现在开
始，每一步，我只想尽力完成眼前的每一件
实事。

郑州晚报：这是你仕途的开始吗？
魏华伟：我不这样认为，甚至心里压根

儿就没有往仕途这方面想，没有这个概念。
我只是觉得，这里是最锻炼自己的地方。

郑州晚报：你觉得我还会问你什么问
题？

魏华伟：就算你问我对现在这个村子
各方面的看法，对以后的建设和发展有什
么建议，准备怎样改变这个村子，实话说，
我无法回答，当然也许你也不会问。我一
些同学有在报社做记者的，他们说要来采
访我，都被我拒绝了。我想，等我工作一段
时间吧，那时我才会有更多的感受可以谈。

清华大学2008级硕士毕业生魏华伟当村官，而且他去的村子是
因艾滋病而众所周知的驻马店上蔡县文楼村，此前消息一出，即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半个多月前，魏华伟已正式来到文楼村就任村委会
党支部副书记一职。现在他在那里工作情况如何，能够适应吗，他将
会给这个饱经沧桑的村庄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晚报记者 牛亚皓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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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来了个年轻人

申请村官前他也曾犹豫

驻马店上蔡县文楼村是因艾滋病而被人们
所熟知的。面对这个饱经沧桑的村庄，在村委
已经工作23年之久的刘月梅眼中，这里发生了
太多的故事，恐惧的、感动的。这位被上蔡县宣
传部评价为“干练、踏实甚至代表着文楼村美好
形象”的女干部，说起文楼村前后几年的变化，
略微有点激动。

近年，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文楼村的变化
有目共睹。现在文楼有 6个自然村，17个村民
组，共 3597人。文楼村家家户户用沼气灶，用
水冲厕所，村庄整洁、平静。每一季度，卫生厅
驻村工作小组都为村民进行免疫力检查，每年

都验血。现在没有一例健康者再受感染、没有
一例患病者死亡。

虽然如此，沉重的历史代价留给文楼村的
负面影响还未完全消除。尽管有同学们的反
对，魏华伟还是来了。

魏华伟的老家在驻马店遂平县农村，对于
文楼村的情况不会不熟悉。他来到文楼村的第
一天，党支部书记刘月梅就问他：“你真的不害
怕吗？”魏华伟当时回答：“我啥都没想。人家能
在这里，我也能。”

这个高学历的年轻人给刘月梅留下了深刻
的第一印象。那时正值国庆节，魏华伟没有给

自己放假，一头扎进村里的家家户户，深入了解
村情民情，经常坐在泥巴上与老少爷们儿拉家
常。在河南一些农村，流行用“不抽烟、不喝酒、
不打麻将、不乱走”作为评判好男人的四个标
准，在文楼村委治安主任张胜利看来，魏华伟是
个绝对的好男人。张胜利说，魏书记让人佩服，
人家一个清华学子来咱这里，是很需要勇气的。

“魏华伟一来，我心里有一种踏实感，感觉
很多事情有头儿去商量了。”刘月梅笑着说，以
前村里没项目没收入，只知道搞种植和养殖，以
后就要上新农村规划的“项目”了，魏华伟见多
识广，大有可为。

“魏书记让人佩服”

[对话魏华伟]

“这里是最锻炼自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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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的文楼村，村民们正在忙着秋收，远处是该村设施齐全的卫生所。平静的文楼村，村民们正在忙着秋收，远处是该村设施齐全的卫生所。


